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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离开了我们，龙
江大地失去了一位可尊可敬的抗联先辈，
我们失去了一位倾心传扬抗联精神的引
领者。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北抗日联
军女战士，一生都与东北抗联紧紧相联。
抗战中，她与东北抗联生死与共；胜利后，
她把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作为毕生的事
业。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她
都不改一位东北抗联战士的初心。

走上抗日道路
李敏是东北抗联中年龄最小的女兵

之一。1924年 1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汤原
县梧桐河村（原属萝北县），朝鲜族，原名
李小凤。童年时代的李敏就曾受《列宁诞
生歌》等革命歌声的熏陶，接受了爱国主
义和革命思想的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
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中国东
北，年仅7岁的李敏加入了安邦河区的抗
日救国儿童团。她和小伙伴们不分昼夜
地赶印、散发抗日传单，参加宣传队，进
行各种抗日宣传和募捐。1936年冬，李
敏所在的宣传队被日本兵冲散，她经过
几天的奔波，遇到了当时北满临时省委
地下交通员李升，恳请他带着自己上山
去找抗日部队。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
他们来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后方
密营。在李敏再三恳求下，部队领导终
于答应将她留下。那一年李敏只有 12
岁。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和生活十分危
险艰苦，少年李敏却从不畏惧。她在运粮
队顶风冒雪为部队运送粮食物资，在被服
厂夜以继日勤奋工作，做军服，护理伤员，
传唱抗日歌曲，随部队艰苦转战，爬冰卧
雪，登山渡河，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李
敏入伍时年龄小，没有配枪，可她从不懈
怠，想尽一切办法为部队和战友们做事，
除了护理伤员、做饭、缝补衣服，还把歌声
带给大家。她经常在行军战斗间隙给大
家唱歌和教唱歌曲。歌声成了鼓舞战斗
士气，战胜敌人的武器。

1938年 3月的一天，李敏为战友们刚
做完饭，敌人就围了上来。她准备去掩护
伤员，可是她没有枪，于是又返回厨房拼
命地往桶里掏饭，她不想让战友们空着肚
子去打仗。这时敌人已经冲到屋前，被服
厂厂长裴成春冲进来，带着李敏趁敌人压
子弹的空隙冲了出去。敌人越来越近，李
敏拼命地跑，在战友的掩护下脱离险境。
李敏就是在这样一种时刻面临死亡威胁
的恶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坚持抗战到底
拥有信仰的军队是强大的军队，拥有

信仰的战士是坚强的战士。东北抗联是
一支拥有坚定信念，打不垮、击不破的钢
铁队伍，李敏就是在这样的队伍中逐渐锻
造为一名坚强勇敢的抗联战士。

1938年冬,李敏随抗联六军20多名后

方人员转移途中，遭到 300 多敌人的围
攻。战斗异常激烈，李敏等抗联战士在弹
尽无援的情况下，绝境突围。当敌人逼近
李敏时，她顺势滚进一个雪坑里才得以脱
险。这次战斗，抗联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
徐光海、被服厂厂长裴成春等 20余人壮
烈牺牲，幸存者只有李敏等少数几人。惨
烈的战斗，她没有被吓倒。她费很大气力
爬出了雪坑，在漫无边际冰雪覆盖的大森
林中寻找部队。渴了，就抓一把雪解渴；
饿了，就把拣到的死老鼠烤熟充饥。历尽
艰险，终于找到了部队。

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环境对每个人
的信念和意志都是严峻的考验。1939年
初，李敏随部队参加了七星峰战斗，由于
敌强我弱，战斗失利，代理师长产生悲观
情绪，要解散队伍。这时，年仅 15岁的李
敏说：“我们是奔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
伍抗日救国的，我就是死在战场上也不能
走。”最后在团长白福厚“要抗战到底”的
号召和组织下，李敏同战友们集合起来，
去找北满省委和军部。

1940年秋冬开始，东北抗联部队在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陆续转移到苏联境内进
行整训和补充，建立了东北抗联南、北野
营，1942年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1940年7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
兆麟派李敏到苏境参加整训。整训中，她
认真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熟练
掌握各种武器使用、冬季滑雪、通讯技术、

前线救护、耐寒训练、武装泅渡、战地拍照
等技能。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
李敏同教导旅女战士一道接受了两次空
降跳伞训练，成为中国军队历史上第一批
女空降兵。年仅 17岁的李敏，以非凡的
勇气一次次登上风中摇晃的 25米跳塔进
行训练，练到浑身酸痛也不停歇，终于能
从容跳伞，成功稳稳落在预定地点，圆满
完成任务。在第二次训练前体检时，医生
诊断她患有心脏病，不能进行跳伞练习，
期待完成空降训练将来回国参战的李敏
难过不已，后来以后勤人员身份坚持参
训。面对连男战士都有些畏惧的 3000米
高空和巨大气浪她毫不退缩，在跳伞时鼻
子忽然流血，鲜血染红了衣襟却毅然坚
持，成功落地后悄悄擦去鼻血。李敏等东
北抗联教导旅女战士刻苦训练、勇敢顽强
的战斗意志，得到了苏方教官的赞许和教
导旅领导人周保中的表扬。

1945年8月，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苏
联红军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
进攻，李敏和抗联教导旅的战友们配合苏
联红军参加了大反攻的战斗。她以英勇无
畏的战斗履行了一名东北抗联战士抗战到
底的誓言，最终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胜利。

追寻抗联足迹
李敏不仅是英勇的抗联战士，也是那

段烽火岁月的见证人，多年以来，她一直

致力于追寻东北抗联的历史足迹，这是她
毕生心愿，也是她的高尚情怀。

为在有生之年给后人留下更多东北
抗联历史的宝贵财富，李敏历时 30余载，
撰写了《风雪征程——李敏回忆录》。
她在后记里深情地写道：“对于现在的
年轻人来说，抗日战争似乎已经很遥远
了，可它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是清晰深
刻的……在雪地里站岗、放哨、背粮、做
饭，与敌人激烈交战，爬冰卧雪，忍饥挨
饿，眼看着身边亲爱的战友一个一个瞬间
流血牺牲……枪林弹雨中的战友们是那
样的勇敢坚强，不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写出
来，我无法安宁。”她用朴素的文笔毫无雕
饰地把她经历的抗联艰苦斗争、报效祖国
的英雄业绩告诉世人，启示人们要铭记东
北抗联的历史。

为追寻抗联战斗过的足迹，李敏不辞
辛苦、不畏艰辛，重走抗联路，开始了“寻
根之旅”。在踏查和寻找抗联遗址时，她
总是精神饱满，充满激情。在荒山野岭
间，在深山老林里，李敏始终走在队伍前
列，带领队员们登山涉水，踏雪穿林。为
了认定北满抗联西征目的地八道林子的
准确位置，她不顾年过古稀、刚做过大手
术的虚弱身体，穿梭于河沟草塘、深山密
林中。为了见证赵尚志指挥的冰趟子战
斗遗址，她与陪同人员在那里立起了冰趟
子战斗纪念碑。她几乎走遍了龙江大地
的山山水水，不知疲倦地到抗联战斗过的

地方与群众交谈采访，不止一次地亲身考
察抗联密营遗址。冬天，顶风雪，冒严寒；
夏天，抗烈日，战酷暑。她常常对身边的
人说，一个个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了，我是
代表千万个长眠在林海雪原上的抗联战
友啊；龙江大地，当年到处都有东北抗联
的身影和足迹，抗联文化、抗联历史需要
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抢救。

传扬抗联精神
“把抗联的历史传给后人，是我后半

生最大的梦想”。离休后，李敏怀着对历
史负责、对先烈负责的使命感，呕心沥血，
不遗余力地宣传东北抗联精神。

李敏的家到处充满着抗联的色彩。
绿树掩映的小院里，摆满了抗日纪念碑
刻；简单朴素的住所，陈列着抗联的资料、
歌曲和文物，就连走廊和楼梯两侧的墙壁
上，也都张贴着抗联的图片。每当客人来
访，李敏总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向客
人讲述东北抗联十四年的抗日斗争历
史。她说，作为一名幸存的抗联战士，我
有责任和义务让全国人民更深入、更清晰
地了解和认识到，东北抗联是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

为了让抗联精神薪火相传，2002 年
李敏发起组建了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
她身体力行，身着抗联服装，带领宣传队
员深入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居民社区、
部队学校，作抗联英雄事迹报告，演唱抗
联歌曲，广泛宣传抗联精神。她还组织
制作了 5000多个抗联娃娃，并在赠送布
娃娃的同时附以抗联服装的由来和斗争
历程的说明，向孩子们展示抗联战士的
风采，宣传鲜血和生命熔铸的抗联精
神。她还搜集了 400多首在战场上听过
和唱过的歌曲，利用几年时间整理出
来，并用自己的工资出版了《东北抗日联军
歌曲选》。

为了扩大东北抗联的影响和充分肯
定东北抗联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地位，李敏
积极奔走，多方呼吁，提出了关于将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辉煌历史由八年改为十四年并
纳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议，她的建议
被采纳。

斯人虽逝，精神永在。李敏在烽火硝
烟中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在
和平年代里传扬党的光辉历史的坚持和
担当，以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思想境
界，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传颂。

李敏向烈士墓敬礼。年轻时身穿军装的李敏。 李敏（左三）在抗联精神宣传队。

壹台山骆驼峰。

风 雪 征 程 抗 联 情
深切缅怀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本报记者 赵宇清

一片土地上的过往，岁月长河里的遗
存，它们都是祖先隔着光阴留给后人的财
富。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些财富？记者
带着这一课题专程赴巴彦县蹲点采访。

巴彦早在周秦时期就有少数民族在
此游牧，是女真人发祥地之一；这里有 15
个民族聚居于此，散落着 100多处历史文
化遗址。对于中国北方历史悠久的小城镇
来说，巴彦是一处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样本。

踏查王脖子山遗址群
松花江北岸新石器至先秦时代没有

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是在巴彦县王脖子山
出土的大量石器则证明这里在新石器中
期就有人居住。7月，大雨过后，通往王脖
子山的路泥泞难行。车子只能停在村口，
我们要从村口沿着一片苞米地旁的泥路
走上 10多分钟才能到达王脖子山的山脚
下。一路上，烈日毫无遮拦地灼烤着皮
肤，偶有昆虫在我们身旁肆无忌惮地飞来
飞去。为记者带路的是巴彦县文物管理
所所长韩彦来，老韩已是快退休的年纪，
因为生病腿脚不好，可是走起这样的泥路
和未经开发的山路却十分“得心应手”，速
度一点不慢。老韩说，他经常开着小三轮
来这里，有时也会不小心掉进沟里，但这
条路他跑了30年，可以说很熟了。

山脚下有一块刻有“王脖子山遗址
群”的石碑，走到这里老韩从包里掏出笔
和红油，开始给石碑描字。老韩说，每隔
一段时间，这字就得重描一次，不然字就
看不清了。巴彦县只要是立了石碑的遗
址，都是老韩在这样维护着。王脖子山是
一处还未开发的地方，树林里没有一条像
样的路。王脖子山不高，山顶是一片平
地，地被开垦成了农田，种着苞米。若不
是苞米地的边上有几座石碑，你根本看不
出这里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历史遗址。

见记者有些失望，老韩说，这里可是
一处宝地，以前人们在这里随便溜达一下
都有可能会发现绿松石或是翡翠珠子，有
的人还在这里挖出过小金人。这里目前
已发现文物及标本 800 余件，石器有石
斧、石凿、石核、石镞、石网坠等，陶器有夹
沙陶、红衣陶、褐色陶，器物有瓮罐、碗、网
坠、纺轮等，骨器有骨锥、骨镞、刻有文字
的骨片、骨甲片等，铜器有青铜刀、铜炮、
铜卡子，另外还有玉器等。

在踏查遗址的过程中，老韩时不时会
从地里寻出几件“宝物”给记者看，其实就
是陶片一样的东西，颜色黯淡，并不起
眼。老韩介绍说，这是汉魏的陶片，这是
清代的瓷片，这是民国的缸片，这些东西
虽不值钱，但历史很长。在王脖子山附近
有一条少陵河，水清时能看到沉在河底的
箭，但不能捞上来，捞上来就都碎了，已经
完全风化了。

资料显示，王脖子山遗址群是属于新
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叠压的遗
址。据出土的大量遗物推测其年代，距今
约4000年至7000年。从打制石器到压制
石镞以及稍加修整的石环球类型的石器
来看，这些可能是新石器早期原始群体式
的生活用具，他们住的是穴居坑，以梯上
下。1981年7月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松花
江地区文物普查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
文物调查，初步确定为石器时代遗址。
2013年，这里被核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王脖子山遗址群由王脖子山中心遗
址、沙场遗址、乔家崴子山头遗址、乔家崴
子山下遗址、东山头遗址等 5处遗址组
成。这个遗址群地处松花江北岸，和松嫩
平原接壤，是农业文化和草原相接壤地
带，对于研究这一带文化艺术面貌特征，
相互交流与影响，有一定的位置。

老韩告诉记者，王脖子山遗址群的突
出价值在于：它延续时间长，从新石器时
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早期；它填补了松花江
北岸历史的空白，对研究黑龙江东部山地
地带的文化起源与西部地带的文化发展，
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遗址保护难题待解
让老韩最为忧心的是目前遗址保护面

临的一系列难题。据老韩介绍，王脖子山遗
址群现在最需要的是做大遗址保护规划，这
里需要修护堤坝和围栏，征用农田，退耕还
林。最好能将这里规划成一个遗址公园，公
园里可以建一座小型博物馆，让那些不得不
收于库房之中的珍贵文物得以展出。但是，
经费问题一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目前巴彦县已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
遗存点达 104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
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处。这里面
包括新石器至汉代遗址、辽金遗址、古城、
明清古民居、古墓葬、石刻、近现代重要史
迹等，类型丰富齐全，历史延续性强。要

保护好这些遗址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人力，
但是目前经费和人力都严重不足。

老韩告诉记者，每年文物保护经费仅
有 1.5 万元，仅用于遗址看护都捉襟见
肘。所以，他根据文物分布情况，在各乡
镇设置了监管员，监管员由各乡镇文化站
站长、派出所所长兼任，仅在有文物重点
保护单位的村庄设立了文物看护员。现
在巴彦县有未公布文保单位 85处，这些
遗址急需成立文物保护组织，签订保护协
议书，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树立保护标志碑和完善文物档案，但
目前人手和经费都十分紧张。

文物被损毁、私藏的现象也十分令人
担忧。据老韩讲，松花江乡江北村耕地时
曾挖出一只铜鼎，老百姓用它盛饲料喂马，
之后又把鼎卖给了回收废品的人，收废品
的人认为鼎过大不好处理，将它损毁。老
韩知道后，非常痛心，因为鼎乃国之重器，
这样的出土文物在北方难得一见、十分珍
贵。有的人在基建及生产当中，对暴露出
的文物不知道为何物，随意处置破坏；有的
人认为文物是自己挖出来的，就属于自己
所有；还有的人错把文物当破烂，把工艺品
当成珍贵文物……这些都是因为人们对文
物的识别缺少认识，对相关法律法规缺少
学习造成的。因此，他认为增强全民的文
物保护意识，加强对《文物保护法》的宣传
普及也是当前非常急迫的事情。

巴彦县的历史遗址不仅具有很高的
研究价值，而且十分适合开发文旅结合的
项目。比如镇东乡张家油坊屯的水井，
1932年抗日将领张甲洲就是在这里宣布

“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成立的；比如县中
心城区内的德政坊，现在是全省仅存的木
质结构清代建筑，还有依水而立的王脖子
山遗址群和风光秀美的城志沟，即使尚未
开发，也会吸引外地游客前去观光游玩。

开发壹台山探索遗址保护新路
在巴彦所有的遗址中，位于壹台山的

玉皇庙抗联活动遗址是被开发利用得最
充分的。该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
位于巴彦县东北 18.5公里处的两座山峰
之上。两峰相距 700米形似骆驼状、又称
骆驼砬子。

据史料记载，很早以前驼峰之上就有
一座木制的玉皇庙，1901年赵春霖到此当
了道士，通过化缘用青砖重修此庙。抗战
爆发后，赵春霖认识到，共产党才是救苦救

难的“菩萨”。于是，他当上了抗联第三路军
第十二支队的交通员，以道士的身份作掩
护，以化缘为名，收集日军情报并为抗联筹
集生活用品。玉皇庙是抗联当时十分隐密
的会址，也是抗联重要信息、军需供给的中
转站。后来，日军为了抓捕赵春霖，毁了此
庙，此处遗址成为日军侵华的见证。东峰
之上遗留着玉皇庙的墙基，长10米、宽8米，
此处为遗址的特别保护区。山上还保存着
赵春霖烈士凿刻的“壹台山”正楷大字。

据考证，壹台山骆驼峰形成于 2.3亿
年前，最高峰海拔580.6米，由褐色云母花
岗岩构成，山峰如刀砍剑劈一般。山中参
天古树比比皆是，原始森林物种丰富，树
种有：杨树、榆树、核桃树、灌木、野果树
等，动物有：野猪、狼、狍子、蛇、松鼠等。

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动人的革命
故事也引来了旅游开发者的关注。记者
在壹台山山脚下见到了巴彦县丰辉旅游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徐金龙。
他告诉记者，这个景区完全是由他们这个
民营公司负责开发的，景区于2015年9月
开发建设，总规划投入 3亿，一期已投资
2600万元，2017年6月开始对外营业。景
区现有林中花海、小小动物园、千人面、核
桃沟等景点，后期还将建设抗联纪念馆、
作战指挥部等景点，并引入温泉、养老小
镇、抗联屯等项目。他们还将壹台山风景
区与黑龙江北方民俗博物馆放在一起，做
成了巴彦一日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走进山中，草木的味道沁人心脾，开
发者依着山势开发了许多具有参与性和
趣味性的景点。沿着林中花海走到山势
陡峭处，你会看到一条长长的七彩滑道，
这里据称是东北三省最长的旱地滑道，只
需坐着一个滑圈便可从山间沿着这“彩
虹”俯冲下来，惊险刺激。玉皇庙遗址位
于东峰峰顶，这里可俯瞰县城，遥望松花
江。尽管庙已不在，但抗联的精神一直留
存在人们心中。记者来的时候并非是休
息日，但山中游客络绎不绝，这其中既有
刚放假的学生，也有来这里举办团建或党
建活动的单位。记者还在这里巧遇了来
这里做主题党日活动的省美术馆党支
部。省美术馆副馆长吴琼告诉记者，这次
一共有 20多人参加这个主题党日活动，
这其中既有画家也有《章回小说》的编
辑。这次来壹台山重走抗联路，大家都感
觉收获颇丰。这里的党史志愿者为他们
生动地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抗日故事，大

家听后很受震动，认为抗联题材是创作中
非常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

在遗址保护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
引入民营资本对遗址进行开发利用，无疑
是开辟了一条新路。老韩说，这种做法的
好处是，遗址有了保护的主体，不再是野
孩子了；但是，也要注意避免商业开发因
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坏遗址的行为。

如何让遗址的精髓发扬光大
对于遗址最好的开发利用，就是让它

的精髓可以发扬光大。巴彦县委宣传部
部长王占龙认为，散落在巴彦的历史遗址
不仅是巴彦的财富，也是人类的财富，应
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遗址背后的故事，
让人们了解千年之前古人在寒地生活的
智慧，感受抗日英雄抵御外侮的不屈精
神，让历史遗存中的精髓得到发扬和传
承。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式就是将
历史遗址的利用与开发旅游结合在一起。

对于如何将历史遗址保护同开发旅
游结合起来，王占龙有着长远的眼光和考
量。他告诉记者，目前县里急需修几条公
路，但是最为急迫的还是从大顶山工程到
巴彦港镇 40公里沿江公路，因为这条路
是开发旅游的血脉。目前，这条路的修建
已经经过了 3次论证，正在走设计程序。
依托这条沿江公路，巴彦县也在规划着自
己的旅游项目。坐落在巴彦县的黑龙江

北方民俗博物馆虽为民办，但是从民间收
集了藏品 4万余件，由于地方所限仅展出
藏品1.6万件。这个博物馆设有汉族和满
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达斡尔族、锡伯
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柯尔克
孜族等 10个世居黑龙江的少数民族民俗
陈列，我们打算依托民俗博物馆的展品建
一个民俗村或是非遗小镇。这个民俗村
可以游览、看节目、购物、品尝特色民族小
吃。地处松花江边的王脖山可以开发成
遗址公园主打历史文化牌，在富江岛可以
开发像有机牧场这样的项目主打现代观
光农业牌，而壹台山玉皇庙、张家油坊屯
和黑山抗联三军密营等地则可以打红色
旅游牌……旅游景点不能单打独斗，必须
设计成观光带，这样才能留住游客，让他
们在这里多吃上一餐、多住上一天。

发展旅游可能投入多、回报慢，不会
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王占龙认为发
展旅游会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积
极的连锁反应。旅游的六个要素——“吃
住行游购娱”就是 6个经济增长点，旅游
会直接拉动住宿、餐饮、娱乐和百货等业
态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的农产品和地方
特色产品也会被作为特产推荐给游客，游
客会将我们的产品带到更远的地方、更多
的地方，这对巴彦来说就是最好的宣传。
而在诸多业态走向繁荣的背后，就业、扶
贫等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让历史遗存成为未来的财富
从巴彦看小城镇历史遗址的保护和利用


